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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瑞典卡罗琳医学院3日在斯德
哥尔摩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授予日本科学家大隅良
典，以表彰他在细胞自噬机制研究中
取得的成就。

按惯例，揭晓今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的发布会在卡罗琳医学院

“诺贝尔大厅”举行。当地时间11时
30分（北京时间17时30分）许，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秘书
托马斯·佩尔曼宣布了获奖者名单和
获奖原因。

细胞自噬是近年来热门研究领
域。“自噬 ”字面意思是“将自己吃
掉”，实则是一种细胞自身成分降解
和循环的基本过程。通俗地说，细胞
可以通过降解自身的非必需成分来
提供营养和能量，也可以降解一些毒
性成分以阻止细胞损伤和凋亡。“自
噬”概念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当时
研究人员就发现了细胞这种降解自

身成分的现象，但有关机制一直不为
人知。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表示，上世
纪90年代初，大隅良典通过利用常
见的酵母进行一系列实验后，发现了
对细胞自噬机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基因。基于这一研究成果，他随后又
阐明了自噬机制的原理，并证明人类
细胞也拥有相同的自噬机制。

评选委员会在当天发布的新闻
公报中指出，大隅良典的研究成果有
助于人类更好地了解细胞如何实现
自身的循环利用。在适应饥饿或应
对感染等许多生理进程中，细胞自噬
机制都有重要意义，大隅良典的发现
为理解这些意义开辟了道路。此外，
细胞自噬基因的突变会引发疾病，因
此干扰自噬过程可以用于对癌症和
神经系统疾病等的治疗。

佩尔曼在宣布现场接受媒体提问
时表示，他在该奖确定后已第一时间

联系了大隅良典本人，获奖者得知这
一消息后非常惊讶，显然也相当高兴。

大隅良典生于1945年，是东京
工业大学教授、分子细胞生物学家。
他将获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的奖金800万瑞典克朗（约合93.33
万美元）。

近年来，大隅良典凭借其在细胞
自噬方面的研究，一直是诺贝尔奖的
热门人选。2013年，汤森路透集团
发布的当年获得诺贝尔奖呼声较高
的28人候选名单中，大隅良典就因
细胞自噬作用研究而入选。

此外，2012年，大隅良典因在阐
明细胞适应环境的机制、细胞自噬作
用原理及其生理意义方面的重大贡
献，获得了当年京都奖中的基础科学
奖。京都奖由日本京瓷公司创始人
稻盛和夫捐资设立，从1985年起每
年颁发一次，有“日本的诺贝尔奖”之
称。 据新华社电

日本京都大学一个研究小组日
前宣布，利用一种新方法有望提前1
小时至20分钟预测7级以上大地震，
不过其有效性还需通过实际检验。

利用日本国土地理院的全球定
位系统连续观测网络 GEONET 的数
据，京都大学教授梅野健领导的一个
研究小组调查分析了大地震发生前

震源上空的电离圈电子数异常情
况。他们发现，2011年日本“3·11
大地震”发生前，震源区域上空60公
里以上的电离圈电子数异常增加。

当时GEONET布设的观测站已观
测、解析出这一结果，但精度尚不够
高。研究小组开发出一种新方法，将
30个观测站的观测数据组合分析，使

得分析结果精确度大幅提高。
利用这种新方法，研究小组还发

现“3·11大地震”前后其他几次7级
以上地震前震源周边地区电离圈电
子数异常的案例。研究小组期待能
用这种新方法在7级以上大地震发
生前1小时至20分钟进行有效预测，
并推进相关研究。 据新华社电

10月我们可以一起
去看三场流星雨

天文专家介绍，金秋10月的天
宇将“下”三场流星雨，分别是天龙
座、南金牛座和猎户座流星雨。

天龙座流星雨的活跃期在每年
的10月 6日至10日。天文预报显
示，该流星雨今年的极大时间出现在
8日14时。对于我国观测者来说，
可选择7日或8日晚进行观测。“由于
受月光干扰，该流星雨的精彩程度会
大打折扣。”天文教育专家赵之珩说。

天龙座流星雨谢幕之后，“接棒”
的是南金牛座流星雨。该流星雨可
能于10日达到极大。极大期间，几
乎整夜可以观测。“南金牛座流星雨
虽然流量不是很大，但流星体速度较
慢，容易观测和拍照，亮流星很多且
呈白色。”天文专家提醒说。

继南金牛座流星雨之后，猎户座
流星雨将于21日达到极大。天文预
报显示，今年该流星雨无爆发预期，
峰值也可能会比较平缓。

作为人类确认的第一个周期彗
星，哈雷彗星造就了上半年的宝瓶座
厄塔流星雨和下半年的猎户座流星
雨。“猎户座流星雨比其他小的流星
雨更具观赏性，但今年极大期间月光
干扰强烈，只能看到1等以上的亮流
星。”赵之珩介绍说。 据新华社电

日科学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发现细胞自噬机制有助人类利用

日新研究称或可提前20分钟以上预测地震


